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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探讨蒙汉大学新生民族刻板印象和自我同一性的相互关系，对 2504 名大学新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

表明：（1）蒙汉大学新生的同一性形成状态依次为延缓状态、扩散状态、早闭状态和获得状态。（2）蒙汉

大学新生的外群体民族刻板印象各维度的平均分都高于中值水平。（3）蒙古族大学新生自我同一性在早闭

状态上显著高于汉族大学新生。不同生源地蒙汉大学新生的自我同一性和民族刻板印象存在显著差异。（4）

蒙汉大学新生在自我同一性的不同状态下与民族刻板印象各维度的相关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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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阶段理论提出了自我同一性（Ego-identity）的概念，作为其人格理论的核

心在社会心理学、人格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咨询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等领域被广泛应用［1］。

自我同一性的形成发生在青年期后期，它标志着儿童期的结束、成年期的开始，个体的大学阶段正处于

这一时期。很多青年学生在高中阶段就开始意识到自己在从对他人依赖转向独立与自主，在进入大学以

后自主性得到充分发展，并开始出现合作与相互依存的需求。这一时期，他们开始思考：（1）自己的

身体、外貌等方面的特征和能力；（2）自己的性别与性别角色，并寻求合适的表达方式；（3）经历第

二分离—个体化过程，面对自主和与他人关系的内在心理重建；（4）在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中确立

自我感，寻求合适的自我位置；（5）确定自己合适的职业发展方向；（6）形成有意义的人生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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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和生活方式；（7）面对人际反馈形成自尊和自我接纳；（8）个人的稳定性和整合感［2，3］。自我

同一性的形成是大学生人格成熟的标志。民族刻板印象是个体对某一民族群体做出的关于其特质属性的

概括［4］，是对该民族的心理和行为品质、文化信仰和价值观等作出的概括化看法［5］，是民族交往和族

群接触中的重要心理机制。民族刻板印象研究在民族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中是不可缺少的环节，对

民族问题现状的认识与未来发展趋势的把握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民族刻板印象作为对某一民族的民

族性格和行为特征高度概括化的认知图式，具有刻板印象最基本的社会认知功能。其一，将群体类别化

和低认知负荷。民族刻板印象的内容是稳定、牢固的民族基本特质，具有区分群体的功能，能够迅速地

将不同个体按民族区别开来，并即刻做出相应的反应，但这种低负荷的表征不可避免地会有某种误差；

其二，对态度与行为的影响，由于民族刻板印象从本质上来看就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态度，它包含态度所

具有的社会期望和社会情感，可以自上而下地对人们的认知、情感和意志产生影响。高承海对汉族和少

数民族大学生彼此的刻板印象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少数民族感知到关于自身典型特征的刻板印象［6］。

朱洁琼通过调查发现，大学生群体中普遍存在民族刻板印象，会影响自身的交往取向，通过交往实践对

原有民族刻板印象会加深或者形成新的民族刻板印象，进而影响民族间的交往［7］。高承海、侯玲和万

明钢的研究表明，汉族大学生对少数民族持有明显的刻板印象，包括积极刻板印象和消极刻板印象，并

且民族接触能够减少消极刻板印象，降低群际焦虑，最终改善两者的交往态度［8］。本研究拟探讨少数

民族地区刚刚进入大学校园的蒙汉大学新生的自我同一性的形成现状，和对外群体的刻板印象，以及自

我同一性现状和民族刻板印象的关系，为少数民族大学生尽快地成熟，更好、更快地适应大学生活提供

参考。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被试

从呼伦贝尔学院中选取汉族和蒙古族 2017 级大学新生进行了全部测试，发放问卷 2504 份，回收有

效问卷 2177 份，有效率为 84.9%。其中蒙古族 699 人，汉族 1478 人；男生 762 人，女生 1415 人；城镇

生源 1030 人，农村生源 1147 人；家庭所在地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 1023 人，不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 1154 人。

研究采用网络测试方式进行，平均回答时间约 20 分钟。

2.2  研究工具

2.2.1  自我同一性状态量表

本研究采用郭金山修订的自我同一性状态客观测量的标准化量表（EOM-EIS-2）［9］，该量表包括

意识形态和人际关系两个领域，共计 64 题，按 6 级计分，1 代表非常符合，6 代表非常不符合。该量表

包含同一性获得、同一性延缓、同一性早闭和同一性扩散 4 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分别包含意识形态（政

治观点、宗教信仰、职业和人生观）和人际关系（友谊、交往、性别角色和娱乐活动）两个领域，共 8

个子量表，即分别为意识形态领域和人际关系领域的获得型（IDACH）、延缓型（IDMOR）、早闭型（IDFOR）

和扩散型（IDDIF）同一性状态量表。该量表适合团体测量，经过广泛的应用研究，具有很好的心理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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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学指标［10］。本研究的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 α 为 0.936。

2.2.2  蒙汉民族刻板印象评分问卷

该问卷采用丁慧芬编制的蒙汉民族刻板印象评分问卷［11］，由蒙古族刻板印象和汉族刻板印象两个

分量表组成，分别由 12 个描述民族特征的形容词构成，包括正面个性印象、负面个性印象、文化印象

和生活印象四个维度。采用 5 级评分，1 代表不符合，5 代表符合，该问卷的信效度较高，本研究中汉

族和蒙古族两个样本群体的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 α 为 0.872、0.761。

3  结果与讨论

3.1  蒙汉大学新生的自我同一性和民族刻板印象的总体特征

根据 Jones 等人对自我同一性状态的划分标准，按照蒙汉大学新生在四种状态上的得分，就可以把

蒙汉大学新生划分出四种不同的自我同一性状态，即扩散状态、早闭状态、延缓状态和获得状态。处于

扩散状态的大学生较少思考自己的未来，外部活动不是个体内部动机的反映，常常是对外部压力的应激

反应，平时有退缩和一定的负性情绪状态。早闭状态的大学生没有亲身经历过探索的过程就形成了同一

性承诺，个体常常是自我满意和快乐的，他们的价值观、信念等常代表父母或权威人物的价值观和期望。

自身面对竞争的能力较低，对具有不同价值观的人不认同，会采用一定的防御策略来提高自身的自尊，

在人际关系方面平和、刻板。延缓状态的大学生正处于同一性危机状态，他们对各种活动投入，愿意和

朋友、家长或各种兴趣、知识广博的人交流，还没有明确的个人目标、价值观和信念，易产生焦虑、挫

败感和紧迫感，人际关系易变、紧张。获得状态的大学生经历过一段探索过程并呈现出相对固定的同一

性承诺，对未来持乐观主义态度，对新的经验开放、不保守，富有创造性，对活动投入有兴趣，会根据

自己的内在标准去倾听和判断，在压力下表现出良好的认知功能，具有明确而有意义的价值观、信念和

目标，能意识到困难，能客观、公正地评价自己和他人并持接纳的态度，人际关系密切［12］。

本研究发现蒙汉大学新生在四种同一性状态上的人数分布依次为延缓状态 53.1％，扩散状态

27.7％，早闭状态 10.2％，获得状态 9.0％（见表 1）。说明蒙汉大学新生的同一性形成状态依次为延缓状态、

扩散状态、早闭状态和获得状态。

表 1 自我同一性的总体特征

Table 1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self-identity

同一性扩散 同一性早闭 同一性延缓 同一性获得
人数 603 221 1156 197

比例（%） 27.7 10.2 53.1 9.0

对蒙汉大学新生民族刻板印象各维度特征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发现（见表 2），蒙汉大学新生的外群

体刻板印象各维度的平均分都高于中值水平。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通过社会分类对自己的群体产生

认同，并产生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个体通过实现或维持积极的社会认同来提高自尊，积极的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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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在内群体与相关的外群体的有利比较。当社会认同受到威胁时个体会采用各种策略来提高自尊，

个体在确认自己的群体身份时，会不自觉地把内群体和外群体的差异扩大化。因此在外显民族刻板印象

的差异比较中，蒙汉大学生都会给予对方群体的刻板词更高的评价。

表 2 民族刻板印象的总体特征

Table 2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ethnic stereotype

维度 平均数 标准差 中值
蒙古族正面个性印象 30.448 6.059 20

蒙古族文化印象 14.864 2.862 10
蒙古族生活印象 10.456 2.173 7.5
蒙古族负面印象 10.106 2.620 7.5

汉族正面个性印象 26.033 5.241 17.5
汉族文化印象 13.555 2.354 10
汉族生活印象 12.994 2.676 10
汉族负面印象  8.632 2.849 7.5

3.2  蒙汉大学新生的自我同一性和民族刻板印象的差异分析

为了解蒙汉大学新生在自我同一性状态上的人数分布差异（见表 3），发现蒙古族和汉族均与总

体特征趋势相同。对数据进行了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蒙汉大学新生在早闭状态上存在显著差异

（t=-2.390，p<0.05），比较平均数可以发现，蒙古族大学新生显著高于汉族大学新生，其他状态

均不显著。又对早闭状态在意识形态领域和人际关系领域进行了分析，发现主要是意识形态领域

差异显著（t=-3.015，p<0.01）。

表 3 蒙汉大学新生的自我同一性的差异比较

Table 3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ongolian and Han university freshmen

蒙古族 汉族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同一性扩散 183 26.2 420 28.4
同一性早闭 70 10.0 151 10.2
同一性延缓 389 55.7 767 51.9
同一性获得 57 8.2 140 9.5

对不同生源地蒙汉大学新生的自我同一性和民族刻板印象进行差异分析发现（表 4），蒙汉大学

新生中城市学生在同一性早闭得分（t=2.914，p<0.01）、同一性延缓得分（t=3.467，p=0.001）和同一

性获得得分（t=4.513，p<0.001）上显著优于农村学生。城市汉族学生对蒙古族文化印象（t=2.300，

p<0.05）、蒙古族生活印象（t=2.685，p<0.01）显著高于农村汉族学生；城市蒙古族学生对汉族正面个

性印象（t=3.381，p<0.001）、汉族文化印象（t=2.659，p<0.01）显著高于农村蒙古族学生。



蒙汉大学新生民族刻板印象对自我同一性的影响研究2021 年 2 月
第 3 卷第 2 期 ·203·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https://doi.org/10.35534/pc.0302025

表 4 不同生源地蒙汉大学新生的自我同一性和民族刻板印象差异分析

Table 4  The self-identity, ethnic stereotype difference between Mongolian and Han university 

freshmen from different origins

维度 城市 农村 t p
同一性扩散 51.73±10.795 51.70±9.962 0.058 0.953
同一性早闭 46.10±13.003 44.50±12.600 2.914 0.004
同一性延缓 58.66±9.936 57.19±9.722 3.467 0.001
同一性获得 60.04±10.552 58.02±10.247 4.513 0.000

蒙古族正面个性印象 30.71±6.085 30.10±6.088 1.925 0.054
蒙古族文化印象 14.94±2.908 14.59±2.788 2.300 0.022
蒙古族生活印象 10.57±2.173 10.27±2.121 2.685 0.007
蒙古族负面印象 10.10±2.678 9.98±2.508 0.912 0.362

汉族正面个性印象 27.09±5.048 25.51±5.348 3.831 0.000
汉族文化印象 13.87±2.325 13.38±2.326 2.659 0.008
汉族生活印象 12.98±2.676 12.90±2.699 0.414 0.679
汉族负面印象 8.27±2.690 8.65±2.867 -1.703 0.089

差异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蒙古族大学新生在自我同一性早闭状态的意识形态领域高于汉族学生，这

与蒙古族的游牧文化有关。蒙古族游牧文化中腾格里信仰、成吉思汗崇拜等都是具有蒙古民族特色的文

化内涵，它既体现在蒙古族哲学思想、价值体系、文学艺术、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方面，也是民族心

理和性格等精神文化领域的重要内容，同时融入并渗透到蒙古族人民日常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

和文化诸方面［13］。这样就造成很多蒙古族学生被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多顺从权威和重要他人的期望

和标准，他们的价值观、信念常常代表父母或权威人物的价值观和期望。

不同生源地大学新生来自不同的家庭、学校教育及社会背景，这种城乡差异对自我同一性的形成具

有重要的影响。城乡的差异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层面上的，又有文化层面上的。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

和城市家庭培养的大学生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自我的认同度和悦纳度等方面会有明显的不同。本研

究发现，在意识早闭、人际早闭和总体早闭上，城市来源大学新生的得分都比农村来源大学新生高，这

是因为城市来源大学新生的父母在高中及以上学历上和农村来源大学新生的父母差异显著（p<0.001），

即城市来源大学新生的父母有更高的文化水平，他们对子女遇到的不同问题会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法，城

市来源大学新生可能也认为父母的观点是正确的，更多地遵循父母的期望去生活和学习，因此父母的要

求与期望对城市来源大学新生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在人际延缓和总体延缓上，城市来源大学新生的得分

比农村来源大学新生高，这表明相对于农村来源大学新生，城市来源大学新生在人际交往中有更多的探

索。他们平时的交往活动在形式与内容上繁多、信息通达，受到丰富的外界环境的不断刺激而启发了对

自我的探索；农村来源大学新生在人际交往领域中则因为交往内容和形式相对稳定，交往范围也相对固

定，从而使自我探索处于一种比较缓慢的状态。在意识获得、人际获得和总体获得上，城市来源大学新

生的得分都比农村来源大学新生高，这是因为城市来源大学新生拥有更优越的物质条件，有更好的社会

环境，而农村来源大学新生不仅面临着青春期心理发展中可能存在的危机，同时还需要面对更多的来自

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因此更容易和更多地出现各种不同的心理和行为问题。所以城市来源大学新

生更容易解决同一性危机，形成相对稳定的自我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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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群体的民族刻板印象上，城市来源大学新生在很多方面也优于农村来源大学新生。有研究表

明，熟悉性会对刻板印象有增强作用，城市来源大学新生比农村来源大学新生与外群体接触机会更多，

从小耳濡目染的都是蒙汉文化的交融与碰撞，而农村来源大学新生因为交往范围相对固定，与外群体接

触较少，信息量较少，民族刻板印象的程度不深刻。

3.3  蒙汉大学新生的自我同一性和民族刻板印象的相关分析

对蒙汉大学新生的自我同一性和民族刻板印象各维度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5、表 6。

汉族大学新生在 4 种自我同一性状态上与民族刻板印象 4 个维度呈现不同程度相关：（1）在同一

性扩散状态上与蒙古族文化印象（r=0.123，p<0.05）、蒙古族生活印象（r=0.157，p<0.01）和蒙古族负

面个性印象（r=0.161，p<0.01）呈现显著正相关；（2）在同一性早闭状态和延缓状态上与民族刻板印

象各维度不相关。（3）在同一性获得状态上与蒙古族正面个性印象（r=0.251，p<0.01）、蒙古族文化

印象（r=0.225，p<0.01）和蒙古族生活印象（r=0.196，p<0.5）呈现显著正相关。

表 5 汉族大学新生的自我同一性和民族刻板印象各维度的相关

Table 5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imensions of self-identity and ethnic stereotype of Han university 

freshmen

蒙古族正面个性印象 蒙古族文化印象 蒙古族生活印象 蒙古族负面个性印象
扩散状态   0.061  0.123*     0.157**     0.161**

早闭状态 -0.034 0.040   0.026   0.034
延缓状态   0.046 0.066 -0.011 -0.065
获得状态     0.251**   0.225**     0.196*    0.017

注：* 在 0.05 水平上显著相关；** 在 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

蒙古族大学新生在 4 种自我同一性状态上的维度得分与民族刻板印象 4 个维度也呈现不同程度相

关：（1）在同一性扩散状态上与汉族正面个性印象（r=0.165，p<0.05）呈现显著正相关；（2）在同一

性早闭状态和延缓状态上与民族刻板印象不相关。（3）在获得状态上，同一性获得与汉族负面个性印

象（r=-0.333，p<0.01）呈现显著负相关。

表 6 蒙古族大学新生的自我同一性和民族刻板印象各维度的相关

Table 6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imensions of self-identity and ethnic stereotype of Mongolian 

university freshmen

汉族正面个性印象 汉族文化印象 汉族生活印象 汉族负面个性印象
扩散状态    0.156* 0.118   0.137 -0.022
早闭状态 -0.052 0.023 -0.098 -0.051
延缓状态   0.088 0.084   0.032 -0.009
获得状态   0.255 0.131 -0.045  -0.333*

注：* 在 0.05 水平上显著相关；** 在 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



蒙汉大学新生民族刻板印象对自我同一性的影响研究2021 年 2 月
第 3 卷第 2 期 ·205·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https://doi.org/10.35534/pc.0302025

相关分析发现，汉族大学新生的自我同一性在扩散状态下，与蒙古族的文化印象、生活印象和负面

个性印象显著正相关；在获得状态下与蒙古族正面个性印象、文化印象和生活印象显著正相关。蒙古族

大学新生的自我同一性在扩散状态下与汉族正面个性印象呈现显著正相关；在获得状态下与汉族负面个

性印象呈现显著负相关。说明蒙汉大学新生在自我同一性的形成与发展中不同状态下与民族刻板印象各

维度的相关是不同的。Archer 等人的研究发现，大量的获得型和延续型同一性状态的学生多出现在 18 岁，

随着年龄的增加，早闭型和扩散型学生的人数相应减少，从较低的同一性状态到较高的同一性状态的显

著性转变的年龄阶段为 21-22 岁［14，15］。对大学生同一性发展的纵向研究得出一致性的结论是延缓型为

最不稳定的同一性状态，大多数在大学阶段的后期转变为成就型。在大学生同一性发展过程中，会逐渐

形成成熟的人际关系，对差异产生宽容与欣赏，减少偏见，崇尚多样性。更关注外群体的正面个性印象，

减少负面个性印象的影响。

4  结论

本研究得出结论，蒙汉大学新生刚刚进入大学校园，他们的同一性形成状态依次为延缓状态、扩散

状态、早闭状态和获得状态。在大学阶段，大学环境会给学生提供各种各样的经验，激发大学生对自我

同一性的思考和探索，并逐渐形成相对稳固的状态。蒙汉大学新生对外群体的民族刻板印象普遍偏高，

在自我同一性的不同状态下与民族刻板印象各维度的相关是不同的，如何提高积极民族刻板印象的影响，

消除消极民族刻板印象引起的偏见，是学校和家庭在大学新生的教育中应思考的问题。学校应激发学生

的逻辑、批判思维以及对各种观点的思考，增加师生互动，让学生多参加社团活动，在人际交往中积极

宣传对外群体的正面个性特点的关注，减小偏见，增进民族间友谊，促进大学生的同一性发展。对于家庭，

应形成一个民主、温和、开放、自由表达的家庭环境，以促进子女同一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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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Ethnic Stereotype on Self-identity in 
Mongolian and Han University Fresh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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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nic stereotype and self-identity in Mongolian 
and Han university freshmen, and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mong 2504 freshme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formation of identity of Freshmen in Mongolian and Han universities is delayed 
state, diffusion state, early closed state and acquired state. 2)The average scores of all ethnic stereotypes in 
Mongolian and Han university freshmen a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median level. 3)The self-identity of 
Mongolian freshmen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Han nationality freshmen.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elf-identity and national stereotype between Mongolian and Han freshmen from different 
sources. 4)There are different correlations between Mongolian and Han nationality freshmen in different 
states of self-identity and national stereo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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